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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早期工业化 (上)

韩　　琦

　　主要观点 　拉美国家工业化始于世界经济大萧条前更早的时期 ,这一发展为 1930 年以后

的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面向国外市场的出口加工业从 1840 年就已得到恢复和

发展。一些学者认为 ,拉美现代工业不是起源于家庭手工业 ,而是经历了一个独立的发展过

程 ,由于多种原因 ,家庭手工业无法转化为生产力较高的现代制造业。因此 ,在拉美 ,为国内市

场服务的现代工业只是到 1870 年以后才真正开始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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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化是指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发展

和达到占统治地位的过程 ,是一个国家由农业国

向工业国转化的过程 ,即国民经济结构中以农业

为主的经济转化为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的发展过

程。拉美的工业化是从何时开始的 ? 国外学者有

两种观点。一种是依附论学者和结构主义学者所

持的观点 ,认为拉美的工业化始于 20 世纪 30 年

代初的经济大萧条 ;另一种是比较新的观点 ,它主

张把 1914 年、19 世纪 80 年代甚至更早几十年作

为拉美工业发展的开端。① 这两种分期法也分别

被一些中国学者所接受 ,但前一种观点影响更大。

究竟哪一种观点更符合实际呢 ? 澄清这一问题关

系到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分期和成果的正确估

价。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即认为在 1930 年前

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正是

这种发展才为 1930 年以后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

化模式奠定了基础。

一　独立后至 1870 年的工业简况

19 世纪初拉美国家相继独立以后 ,由于国内

战乱和外国商品的倾销 ,拉美工业处于停滞状态。

当时 ,殖民地末期的两种类型的工业 ,即面向国外

市场的出口加工业和面向国内市场的工场手工业

与家庭工业均被保留了下来。从前者看 ,比较重

要的有阿根廷的腌肉工业、羊毛洗涤和羊脂提炼

业、制盐业 ,哥伦比亚的黄金开采业 ,秘鲁和墨西

哥的银矿业 ,智利的铜矿开采和铸造业 ,古巴的蔗

糖业。大约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 ,出口加工业

得到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

从面向国内市场的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部

门来看 ,家庭工业一般加工人们所急需的食品 ,如

面包、面粉、腌肉、酒 ,以及烧制家用餐具、陶器、玻

璃制品和砖瓦等 ;纺织工场则生产一些简单的布

匹和毛纺织品 ;手工业部门还包括利用畜牧业的

副产品生产的一系列消费品 ,如皮鞋、皮裙、皮裤、

马勒、马具、皮带、皮包、皮桶、肥皂和蜡烛等 ;此

外 ,一些小铸造厂生产手工工具等简单的金属制

品。至于更复杂的高级制成品 ,一般依赖进口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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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消费仅限于少数上层。

西欧国家出现过“原工业化”的过程 ,即由生

产力较低、规模较小、面向国内市场的农村家庭工

业向使用现代机器、进行成熟的劳动分工并拥有

较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工厂制过渡的过程。它是

工业化过程的第一阶段 ,为工业化创造了诸多前

提 ,如熟练劳动力、资本、先进的生产组织、联系国

内外的市场网络、农业的资本化等。② 据贝里、利

比、巴托等学者的许多案例研究 ,拉美没有经历

“原工业化”过程 ,在到 19 世纪末出现的现代工厂

中 ,没有一个是直接起源于“家庭工业”(cattage in2
dustry)的。③ 相反 ,拉美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

独立的过程 ,在 1870 年以后 ,现代工厂经常成为

手工业的直接竞争者 ,并大大削弱了手工业的重

要性。在有些地方 ,由于交通不便和较高的关税 ,

手工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直到 1900 年 ,在

除南锥体国家以外的大多数拉美国家 ,手工业仍

比现代制造业更重要。但由于缺少资金 ,缺少拥

有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企业家 ,以及主要依赖家庭

成员劳动的局限性 ,它们显然无力转化为生产力

较高的现代制造业。

既然拉美不存在“原工业化”,那么制造业能

力的提高就不得不依靠发展现代工厂。然而 ,在

大规模发展现代工业之前 ,现代制造业本身面临

着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 :如能源供应 (煤炭和水

力)的不确定 ,市场需求规模狭小 ,运输成本太高 ,

资金融通不便 ,以及原料供给和政府政策工具的

运用等问题。

最早的面向国内市场的现代工业是纺织业 ,

如 1838～1845 年墨西哥的纺织业曾有过较快的

发展 ,据 1843 年统计 ,在全国最大的 59 家纺织厂

中 ,已经有两家使用了蒸汽动力 ,另外的大多数纺

织厂以使用水力和畜力为主 ,完全使用手工操作

的有 9 家。④ 在其他国家的工业中 ,使用蒸汽动

力者更是凤毛麟角。从整个拉美看 ,为国内市场

服务的现代工业只是到 1870 年以后才真正开始

发展起来。

二　1870～ 1914 年现代工业的建立

19 世纪 50 年代 ,特别是 70 年代以后 ,拉美国

家出现了一系列推动现代工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 　1850～1900 年拉

美人口从 3 050 万增至 6 190 万 (增加人口中有近

一半是外来移民) 。1930 年又增至 1. 04 亿。城市

规模迅速扩大。1870～1930 年 ,城市人口比重大

幅度增长 ,其中居住在 1 万人以上的城市中的人

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 ,阿根廷从 17. 3 %增至 38.

1 % ,智利从 15. 2 %增至 38 % ,委内瑞拉从 16. 8 %

增至 36. 7 % ,古巴 1899 年就达到 30. 7 %。另外 ,

巴西、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的这一比重在

1930 年接近 15 % ,乌拉圭则达到 30 %以上。⑤

外国资本的涌入 　为了把拉美建成原料产地

和商品市场 ,1870 年后大量外国资本涌入拉美。

到 1914 年 ,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 75. 69 亿美元 ,

其中英国的直接投资占 47. 4 % ,美国的直接投资

占 18. 4 % ;贷款总额为 22. 29 亿美元 ,其中英国的

贷款占 67. 8 % ,美国的贷款占 13. 8 %。⑥ 外资主

要投向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出口加工工业和采矿

业。

金融机构的建立 　发展工业需要银行融通资

金 ,到 1913 年 ,阿根廷已经建立了 13 家银行 ,有

国际银行支行 76 家。巴西建立银行 17 家 ,有国

际银行支行 48 家。⑦但是 ,大多数银行愿意支持

初级产品的出口 ,银行法规对提供给工业所需的

长期贷款的条件较为苛刻 ,倒是欧洲移民团体所

创立的银行更愿意为工业服务。

铁路网络的快速形成 　从 19 世纪中叶起 ,主

要拉美国家积极筹措资金 ,修筑铁路。1851 年秘

鲁建成了从利马到卡亚俄的南美第一条铁路 , ⑧

到 1913 年 ,拉美各国铁路总长达83 246千米 ,其中

阿根廷达31 859千米 ,巴西达24 737千米 ,墨西哥

达 25 600 千米 ,这 3 国铁路占整个拉美铁路总长

的 90 %以上。⑨ 铁路将矿山、农场与城市和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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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起来 ,初步形成了一个交通网络。铁路的修

建降低了运输成本 ,进口数量的增加和商品经济

的不断增长 ,加速了手工业和其他传统制造业衰

落的进程。

公用事业的发展和出口带动购买力提高　公

用电力事业的普及和 20 世纪初水力发电厂的建

成投产 ,使可靠和廉价的能源有了保障。初级产

品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 ,带来购买力的稳步提高。

1850 年 ,拉美出口总值仅 1. 59 亿美元 ,到 1912 年

已经达到 15. 8 亿美元 ,增加了近 9 倍。�λυ

工业向作为大市场的大城市集中 　巴西的咖

啡出口导致人口向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急剧集

中。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现代工业的主要市场 ,

其人口在 1913 年占阿根廷总人口的 20 %。对乌

拉圭潜在的企业家来说 ,蒙得维的亚具有不可抗

拒的诱惑力。只有墨西哥稍有例外 ,尽管该国工

业生产的最大部分位于首府 ,但普埃布拉和蒙特

雷仍是 20 世纪初墨西哥重要的工业城市。

人均实际收入提高 　各国人均收入的提高也

极大地影响了工业生产水平。由于阿根廷人口大

大少于巴西和墨西哥 ,阿根廷出口收入的增加对

制造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13 年其制造业

附加值为 6. 19 亿美元 ,人均制造业净产出为 84

美元 ,而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的相应数字分别为

4. 4 亿美元 (1920 年) 、3. 17 亿美元 (1910 年) 和 1.

84 亿美元 ;人均附加值分别为 16 美元、24 美元和

53 美元。　λϖ

利用关税政策调整价格水平以促进工业增长

　19 世纪中期 ,拉美国家关税水平为 25 %～

30 % ;1850～1875 年由于手工业行会力量的削弱

和自由主义主张占据上风 ,一些国家削减了关税 ;

1875 年以后 ,关税的保护成分增加 ,到 1913 年拉

美的关税比澳大利亚 (16. 5 %) 、加拿大 (1711 %)

和美国 (1717 %) 都高 ,有些国家如巴西 (3917 %) 、

乌拉圭 (3414 %)和委内瑞拉 (4518 %)更高。　λω

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促进下 ,从 19 世纪 70 年

代起 ,拉美的现代工业率先在出口部门获得了大

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拉美的资本密集

型出口加工工厂在规模和结构上 ,都可以与世界

上任何地方的同类采掘企业和加工企业相媲

美”。�λξ 同时 ,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生产也逐步建

立起来 ,但仅限于少数国家 ,主要是市场规模较大

的巴西和墨西哥、出口增长较快的秘鲁、人均收入

较高的智利和乌拉圭以及前 3 个条件都具备的阿

根廷。

阿根廷 　农牧业的出口、铁路的兴建、移民的

流入和城市人口的增加为阿根廷工业发展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阿根廷的工业包括三类 :一是供出

口的农牧产品加工业 ,即肉类冷藏加工业 ,面粉

业 ;二是应农牧业和交通运输业之所需而发展起

来的机器 (农机、机车等)修理业 ;三是为满足人们

不断增长的生活消费需求而发展起来的食品加工

业和纺织业。

肉类冷藏加工业完全是应英国市场的需求发

展起来的 ,最早的投资也是英国资本。1883 年英

国组成拉普拉塔鲜肉公司 ,投资 10 万英镑 ,在阿

根廷的巴拉那河畔小镇坎帕那兴建第一家肉类冷

藏加工厂。到 1914 年阿根廷已经有 10 家大型肉

类冷藏加工厂 ,生产罐头和冷冻、速冻牛羊肉 ,主

要销往英国市场 ,小量出口到南非、荷兰和法国。

1910 年美国资本控制了阿根廷肉类冷藏加工业

的 60 % ,超过了英国。

制糖业基地在图库曼地区 ,1860 年就引进了

蒸汽机 ,但由于远离出口港布宜诺斯艾利斯 ,交通

不便 ,生产发展缓慢。1876 年铁路通到图库曼

后 ,制糖业才获得大发展。甘蔗种植面积由 1875

年的2 000公顷扩大到 1910 年的 7 万公顷 ,产糖量

由 1885 年的 3 万吨上升到 1910 年的 30 万吨。到

1914 年图库曼已经拥有 44 家糖厂 ,产品不仅供国

内市场 ,还出口到乌拉圭等周边国家和英国。

面粉加工业随着移民流入所引起的饮食习惯

的变化和小麦产量的增加而有了较大发展。1895

年面粉产量为 40 万吨左右 ,到 1914 年产量翻了 4

番 ,大型加工厂达 400 多家。

酿酒业主要分布在西部门多萨地区 ,那里盛

产葡萄 ,历史上早就有酿酒业 ,铁路修通后酿酒业

取得较大发展。葡萄园由 1881 年的 2 500 公顷扩

大到 1910 年的 4. 8 万公顷。从法国引进的优良

品种葡萄取代了当地品种。1910 年全国酒的总

产量达 3 亿升。

阿根廷的纺织业较为落后 ,但到 19 世纪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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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和鞋帽已经可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麻袋

制造业也有较大发展 ,1900 年有 5 家大型麻袋制

造厂。

19 世纪 80 年代阿根廷已经利用进口的铁锭

制造多种家用和工业用金属产品。1895～1914 年

间 ,阿根廷冶金工业雇工人数从 6 000 名增加到

1. 46 万名。�λψ 1914 年阿根廷已建成铁路34 000千

米 ,铁路把内地和沿海城镇联成一体 ,初步形成了

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当时 ,工业生产已基本满足

国内需求 ,自给比重较高的有食品 (占 91 %) 、纺

织品 (占 88 %) 、建筑 (占 80 %) 、家具 (占 70 %) 和

冶金产品 (占 33 %) 。1895～1914 年间 ,工业企业

数目由 22 204 个增加到 48 779 个 ,资本额由 3. 27

亿比索增加到 17. 87 亿比索 ,工业就业人数由 17.

5 万增加到 41 万。�λζ

巴西　外国银行和公司的投资促进了巴西公

用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建设。1883 年第一座发电

站在米纳斯吉拉斯州建成 ,到 1915 年已有发电站

104 座。由于火力发电受到进口煤炭的制约 ,到

1900 年在规模上已经被水力发电所超过。1908

年巴西总发电能力达 100 兆瓦 , 1929 年增加到

780 兆瓦 ;铁路建设也很快 ,1890 年约有 1 万千米

左右的铁路 ,到 1914 年已达到 26 062 千米。港口

和码头都在扩建。

在帝国的最后 10 年 ,巴西对工业的投资达到

40 万孔多 (近 250 万英镑) ,工厂数目由 1881 年的

200 多家增加到 1889 年的 636 家。这种趋势一直

持续到共和国时期。1907 年 ,巴西进行的一次普

查表明 ,全国共有 3 258 家工厂 ,雇用 150 841 名

工人。从地理分布看 ,联邦区占全国生产的 33 %

(包括毗邻的里约热内卢州的 7 %) ,圣保罗州占

16 % ,南里奥格兰德州占 15 % ,其他州都未达到

5 %。圣保罗州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生

产基地 ,占全国工业生产的 40 %。这是因为该州

盛产咖啡 ,从而有利于向工业转移财力、人力和技

术 ,同时圣保罗州的水利资源丰富 ,水力发电得到

发展。�λ{ 从全国企业的类别看 ,当时食品工业占

26. 7 % ,纺织业占 20. 6 % ,服装业占 15. 9 % ,化学

工业占 9. 4 % ,其他工业占 27. 4 %。�λ| 到 1913 年 ,

一些进口商品逐渐被国内工业品替代 ,其中进口

的鞋和靴占消费量的不到 5 % ,帽子占消费量的

不到 15 % ,进口纺织品占消费量的不到 20 %。�λ}

但到 1913 年 ,工业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只

有 12 % ,而咖啡则占 50 % ,工业布局也很不合理。

墨西哥 　从 1837 年开始修建铁路 ,到 1873

年第一条铁路才通车。1877 年迪亚斯上台后开

始大规模铁路建设 ,到 1910 年铁路总长达 19 280

千米 ,即相当于墨西哥现有铁路的 2/ 3。铁路的

修筑为国内市场的形成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创造了

良好条件。

采矿业因铁路建设而受益。由于铁路解决了

边远地区矿场的原料、设备和产品的运输问题 ,加

之 1892 年新矿业法颁布后引来的大量外国资本 ,

矿业开始了由传统生产结构向以最新采矿机械装

备起来的现代化矿业体系的转变。产品既包括

金、银等贵金属 ,也包括铁、煤、铅、铜、锡、石油等

工业用矿物。1910/ 1911 年度黄金产量为 37 000

千克 ,白银为 230 万千克 ,比 1880/ 1881 年度增长

4 倍。1905 年墨西哥生产铜达到 65 000 吨 ,成为

仅次于智利的第二大产铜国。其石油产量由

1900 年的5 000桶增至 1911 年的 1 255. 2 万桶 ,墨

西哥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二大产油国。

冶金业在铁路和采矿业的带动下也得到发

展。1891 年 ,圣路易斯波托西和蒙特雷利用英、

美两国的煤和当地的铁建起了大型钢铁冶炼厂 ,

钢铁产量由 1900 年的 3 万吨增加到 1911 年的 8.

4 万吨。

电力工业从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 ,先是地

方陆续兴建小型发电厂 ,用电力照明和作为小型

机械的能源。19 世纪 80 年代后 ,由于外资的投

入和对电能需求的增长 ,以发电和电机制造为目

的的工厂迅速发展。1899 年全国已经建成中小

型发电厂 177 家 ,经过合并和组合最后形成了上

百家电力公司 ,其中最大的 27 家投资总额为 3

350 万比索。电力能源的开发对其他工业部门使

用电力机械、促进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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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纺织业是墨西哥的传统工业 ,19 世纪 30 年

代在外资推动下 ,出现了一批技术设备得到更新

的大型纺织厂 ,到 80 年代 ,这种纺织厂的数目由

59 家增加到 97 家 ,1902 年最多时达 155 家。工厂

的规模由 1886/ 1887 年度使用 9 000 台织机、23 万

个纱锭 ,发展到 1910/ 1911 年度的 2. 4 万台织机

和 72. 5 万个纱锭 ,工人由 1 万多人增加到 3. 3 万

人 ,产量由年产粗纱 1 437 吨增加到 2 766 吨 ,年

产布由 400 万匹增加到 1 500 万匹。到 1911 年墨

西哥的纺织品已经基本上达到自给。

加工制造业也得到发展。制糖业的产量由

1901年的 7. 5 万吨增加到 1911 年的 14. 8 万吨 ,

26 家大糖厂的产量占总产量的 60 %。烟草业从

1890 年开始发展 ,到 1911 年已经有 300 多家大型

烟厂 ,产量为 9. 7 万吨。另外 ,食品、饮料、造纸、

皮革等行业也得到较大发展。�λ∼

智利 　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 ,外资开始投

资于智利的铁路、港口、矿山、公用设施和制造业。

到 1913 年英国投资达到 3 亿美元 ,美国投资接近

2 亿美元。1914 年智利拥有铁路 8 638 千米 ,其中

国家所有 5 584 千米 ,超过 60 %。19 世纪末硝石

业一跃成为智利的经济支柱。硝石出口由 1880

年的 22. 4 万吨增加到 1915 年的 202 万吨。“英智

硝石公司”(英国资本)和“劳塔罗硝石公司”(美国

资本)是智利硝石业的真正主人。随着外资渗透

的加速和公司规模的扩大 ,采铜业由以前的原始

方法开采变为采用资本密集型复杂技术和大规模

生产 ,1914 年在埃尔特尼恩和丘基卡马塔兴建的

两座铜矿产地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矿和矿

井。同时 ,智利的制造业无论在企业数量还是种类

方面都得到很大发展。食品和饮料加工、制糖、皮革

制品、木材和纸张、化学品、铸造、机械、金属制造、

水泥、陶瓷等工业在这个时期都得以建立和发展 ,

大部分技术是进口的 ,许多企业主出生于外国 ,许

多资金也来自国外。据统计 ,在全国 2 449 家企

业中 ,76. 5 %是在 1880～1895 年间建立起来的

(其他建立于 1880 年之前) ,60 %集中在瓦尔帕莱

索省和首都圣地亚哥。1887～1893 年建造近 40

辆机车和几十节货车车厢。1914 年智利已拥有

一个愈来愈重要的制造业 ,主要用于满足国内

需要。�µυ

乌拉圭 　乌拉圭的制造业在移民的影响下得

到了发展。1863 年德籍工程师基培特第一个在

乌拉圭建立起现代屠宰厂 ,从此屠宰业迅速发展

起来 ,到 1905 年拥有 8 个分厂的全国第一家屠宰

冷藏联合企业投入生产 ,这年的上半年向英国发

售冻牛 3 136 头 ,冻羊 83 277 只。从 19 世纪 80 年

代到 1908 年不仅工业能源消费增加了近 3 倍 ,而

且至少在蒙得维的亚 ,动力全部靠机械提供 (3/ 4

靠蒸汽 ,1/ 4 靠电力) 。工人就业人数由 1889 年的

3 万增加到 1908 年的 4. 1 万和 1920 年的 5 万。�µϖ

国内制造业的扩大带来了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

1896～1900 年非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分别占进

口总额的 56 %和 17 % ,到 1906～1910 年则分别为

46 %和 25 %。�µ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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